
农业农村部文件

农牧发〔2024〕18 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

渔业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北大荒农垦集团

有限公司:

饲料粮消费在我国粮食总消费中占比较大,饲料成本约占养

殖成本 70% ,推动节粮降耗是促进养殖业降本增效、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畜禽水产品供应安全的重要举措。 为切实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和粮食节约行

动的有关要求,促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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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深入推进养殖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着眼于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大局,统筹推进

提效节粮、开源节粮、优化结构节粮,大力推广精准配方低蛋白日

粮技术,积极推行精准饲养管理,充分挖掘利用非粮饲料资源,加

快发展饲草产业,调优畜禽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完善扶持政策,强

化科技支撑,突出典型引领,提升养殖业的饲料转化率、资源利用

率和总体产出效率,促进饲料粮节约降耗,加快构建产出高效、产

品安全、资源节约、绿色低碳的养殖生产体系。

到 2030 年,在确保畜禽水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养殖

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标准化规模养殖方式的单位动物产品平均饲

料消耗量比 2023 年下降 7% 以上,非粮饲料资源开发利用量明显

增加,种养匹配度明显提高,养殖业节粮降耗、降本增效取得明显

成效。

二、推进养殖方式提效节粮

提高饲料转化率,是养殖业节粮降耗的主要路径,重点要推行

饲料和养殖精准化发展方式,坚持养殖规模与资源环境适配发展,

加快绿色高效饲料添加剂生产应用。

(一)推广精准饲料配方技术。 全面推广低蛋白多元化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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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技术,研发应用动物净能体系与氨基酸平衡模式,建立基于动

物动态营养需求的精准营养模型,加快动物生理与环境互作基础

研究和抗应激营养调控技术研发应用,发布低蛋白多元化饲料生

产技术规范,提高饲料转化率。

(二)推行精准饲养管理方式。 加快研发推广基于全产业链

效益最大化的数智化饲喂决策和饲料配方软件系统,引导饲料加

工设备核心部件自主创制,全面推行饲料精准配方和精细加工技

术措施,推广精细化阶段饲养管理工艺,提升全环节养殖生产

效率。

(三)发展适度规模高效养殖模式。 持续推行标准化规模养

殖方式,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家庭农场,推广

资源与规模相匹配的高效养殖模式。 因地制宜发展畜禽立体养殖

和水产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等模式。 推广应用智能化精准饲喂设

备,推进饲养管理工艺与设施装备的集成配套,提升养殖设施化、

智能化、标准化水平。

(四)支持绿色高效饲料添加剂创制。 完善饲用微生物发酵

制品安全性评价技术指南,支持利用生物技术构建高效饲料添加

剂产品生产菌株,加快低蛋白饲料配方必需的小品种氨基酸和酶

制剂等产品审批进度,增加新饲料添加剂产品供给。

—3—



三、推进饲料资源开源节粮

开源扩供、挖足用好潜在资源,是缓解饲料粮供给压力的有效

举措,重点要深入挖掘存量非粮饲料资源,加快农副资源提效加工

利用,丰富饲料粮替代资源供给。

(五)健全饲料资源基础数据库。 全面开展地源性特色饲料

资源调查,建立健全饲料资源营养价值和加工特性参数体系,进一

步完善饲料原料营养和加工基础数据库。 修订增补《饲料原料目

录》,促进杂粮、杂粕、农副产品等饲料资源开发利用。

(六)支持新饲料资源挖掘提效利用。 加快地源性饲料资源

发酵、酶解等提效加工利用,支持发酵饲料推广应用。 支持微生物

蛋白饲料生物制造,扩大产品生产规模。 组织开展餐桌剩余食物、

毛皮动物屠体、动物源蛋白水解物等新蛋白资源饲料化利用试点。

推广尿素等非蛋白氮饲料化利用,积极探索昆虫蛋白、藻类蛋白等

资源饲料化利用途径。

(七)完善新饲料评审制度。 制定发布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

剂应用评价技术指南,进一步优化新产品评价规则和评审制度,简

化生物技术创制产品的安全性评价程序,加快绿色高效新产品应

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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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种养结构优化节粮

优化饲草料结构和养殖品种结构,是推动养殖业节粮的重要

内容,重点要加快发展优质饲草生产和节粮型畜禽水产品种,减少

饲料粮消耗。

(八)大力发展现代饲草产业。 加快培育优质高产饲草新品

种,支持建设高标准优良饲草种子田,提升繁种供种能力和种子质

量。 充分挖掘盐碱地等土地资源种草潜力,拓展饲草产业发展空

间,加快建设稳产高产节水饲草地,积极支持粮饲轮作,增加优质

饲草供给能力。 分区域集成推广饲草高效生产技术体系,推行规

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模式。 优化草食家畜饲

草料结构,增加优质饲草饲喂比例,促进以草代料。

(九)调优养殖品种结构。 落实《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引

导优化生猪产能。 加快发展节粮型高效肉禽养殖生产,促进禽肉

消费,提升禽肉产量比重。 加大牛羊生产扶持力度,稳定基础产

能,提升养殖生产效率,推动牛羊生产稳定发展。 加快发展设施渔

业,稳步提升养殖水产品供应能力。

五、强化科技支撑和工作保障

突出科技创新和良种良法配套,是促进养殖业节粮的重要支

撑保障,重点要聚焦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应用、节粮型新品种培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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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动物疾病有效防控,完善组织实施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提升整

体效能。

(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支持养殖业节粮减排科技创

新联盟等协作平台建设,围绕畜禽水产养殖节粮关键环节开展集

中攻关研发,加强动物精准营养、饲料精准配方、良种繁育、智慧养

殖、动物流行病净化、优质饲草种植加工等核心技术和设施装备研

究。 加快培育推广高蛋白玉米等饲用作物品种。 加强养殖业新型

实用技术和新产品、新装备集成示范,推介先进模式和典型案例。

(十一)加快节粮型新品种培育与推广。 加快应用智能生产

性能测定、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计育种等新技术,建立饲料转化

率测定评价体系和高饲料转化率基因组遗传评估参考群体,提升

品种创新和遗传资源利用水平,培育饲料转化率高、节粮性能突

出、综合性状优良的畜禽水产新品种(配套系)。 加快推广优良种

畜禽及优质精液和胚胎,提高良种扩繁效率和良种群体规模。

(十二)提升科学防病治病水平。 聚焦垂直传播病和季节性

常见病,集成推广一批适宜有效的流行病净化模式,扩大疫病净化

场范围。 集成牧区、半牧区、农区牛羊传染病、寄生虫病防控技术,

提升生产效率。 加强动物疫病防治新产品创制和新技术应用,优

化动物疫苗用菌(毒)种变更备案审查程序,加快多联多价疫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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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应用。 规范养殖用药,提升养殖动物群体健康水平。

(十三)加大服务指导力度。 充分发挥养殖业领域智库、产业

技术体系、科研教学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推介成功经验案

例,加强典型示范引领,引导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积极主动参与。 鼓

励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面向中小养殖场户开展技术服务,

推动全行业提升节本增效能力水平。

(十四)建立协同推进机制。 农业农村部负责统一组织实施。

各省级畜牧兽医和渔业渔政主管部门积极推动落实,发动技术推

广机构、行业协会学会参与,建立上下贯通、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合力推进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

农业农村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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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5 年 1 月 2 日印发


